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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栋：要让息半夏重拾辉煌
昨日上午， 孙国栋在息县魏寨村

自家儿地里认真查看“宝贝”的长势。

转完一圈后，这位
90

后大学生农民脸
上不禁露出丰收的喜悦：“看这情景，

不出意外这茬一亩地
3000

元的纯收
益是没问题的”。

孙国栋眼中的宝贝就是息县所产
半夏，在同类药材中为珍品，医疗界为
将它区别于别的半夏， 特意在半夏二
字之前冠—“息”字。 清嘉庆四年，息州
志对此已有记载，

1979

年版《辞海》将
半夏列为息县特产。 新中国成立后，国
家将息半夏列为重点出口药材， 出口
美日等国。

2004

年，息半夏获得国家原
产地标记注册。 但由于多种原因，上世
纪六十年代起，息半夏种植锐减，甚至
面临着绝种的尴尬。

因为父亲孙刚一直坚持种植少量
的息半夏， 所以孙国栋较早的接触了
它。 为将家乡的这一特产发扬光大，

进入河南农业大学后， 孙国栋有意识
将半夏作为重点研究方向。 期间，他还
结识了同县同届有着共同兴趣的冯
伟、马豪两位同学。

三人在大学期间除了共同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外，还利用假期在郑州、商
丘、息县等地试种多个半夏品种。 不断
的比较分析， 他们愈发对息半夏情有
独钟。 “知识

+

技能
+

经验”让三人更加
明确科学种植息半夏的方向。

毕业后，三人怀揣着共同的目标，

义无反顾的回到家乡， 在息县白土店
乡魏寨村尝试规模种植息半夏。

最初， 他们利用有限资金先期流
转

40

亩土地。 有技术、能钻研、不怕
累、 肯吃苦让三人不仅在第一次规模
试种中尝到了甜头， 还收获更多村民

的认可与支持。

“去年刚找我流转土地时，我还有
些犹豫，刚毕业的学生能种好地？ ”

73

岁的贫困户杨成章老大爷清晰说道：

“一年后，

5

亩地流转费就给了
4000

元， 平时我还去帮他们干些拔草之类
的活，一天有

50

元的收入，细算下比
自己找人种地强多了。 今年我想把剩
余的地都租给他们。 ”

35

岁的孙思除了把
4

亩地流转给
孙国栋他们外，心里还有着自己的“小
算盘”。 她到孙国栋那干散活除了能挣
工钱外， 最关键的是能学到息半夏的
种植技术。 去年试种

6

分地就有
2000

多元的收入， 今年大胆扩种到
1

亩
7

分地。 “种半夏比我之前种花生干劲大
得多。 我们也不准备出去打工了，就跟
着他们三个好好学种植。 希望能在家
门口让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孙思
乐呵呵地说。

截至目前， 孙国栋三人共计流转
土地

100

余亩， 成立了息县图腾种植
专业合作社，已经带动

20

余户种植息
半夏。 今年他们所种的息半夏连果带
种子早早已被甘肃、河北、安徽等地的
客户预订完。白土店乡政府已为他们
申报息县产业扶贫重点扶持项目；相
关部门已开始对图腾合作社进行前
期的摸底调研；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只要带动致富能力强，将积极给予
帮扶。

“我们将继续坚持走好产学研相
结合的路子， 尽快扩大息半夏育种规
模和种植面积。 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
收致富。 条件成熟后会在息县建息半
夏深加工标准化厂房， 开发息半夏系
列产品……一定要让息半夏重拾昔日
辉煌。 ”面对未来，三位年轻的新型农
民信心十足！

11

月
4

日，潢川县谈店乡万营村栝楼成熟开采。 栝楼具有抗
菌、抗癌作用，经济价值高。万营村是省级贫困村，今年引进栝楼种
植扶贫示范项目，规模

200

亩，预计每亩纯收入在
7500

元左右，明
年每亩综合效益将突破

10000

元。 上图为该村贫困户王磊采摘成
熟的栝楼；下图为该村贫困户李中芳种植的栝楼个头大、品相好，

获得栝楼王评比活动冠军。 蔡丽摄

栝楼丰收啦

徐维


